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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当代中国哲学杰出的代表牟宗三先生的讲座稿。本书从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入手，步步深
入，环环相扣，层层阐发，并随机比观西方哲学的相应的范畴，对应时代人生引起基本问题，呈现中
国哲学的基本特质，揭示哲学的意义与价值，并从宏观上揭示中国哲学的发展路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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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

精彩短评

1、入门书籍，
2、四星半，半星是扣书名的误导。
3、评西哲包括基督教和中国哲学的区别的是本书亮点，可我郭也有格物致知嘛。虽然老先生扯了很
多废话，还是觉得，相比于西哲那种一个批一个接龙式的增长，我国要相对停滞一点，可能也是我对
后面时代的关注不够多吧⋯⋯。另赞一个对西哲学家们的群嘲⋯⋯感觉按经济学的分法，西哲学家都
是自私的理性人，基督教的都是圣母而无用的合作型，我郭哲学家都是强反馈型正人君子，这才是社
会的可靠人才嘛！
4、很欣赏的一本书。牟先生讲中国人的思维研究的很深。
5、玄。正如汤因比所说，中国新儒家无法摆脱佛学禅宗的影响。
6、谁说中国无哲学？她只是美得不明显。
7、家常读书·雨中狐狸朗读
8、中国的哲学是被后人建构的，而不是本来如此。
9、今日在书架之间遇之书真是幸事。开篇批冯氏中国哲学史真是酣畅淋漓，末篇评马氏哲学之于大
陆饶有趣味，虽对先生宗教观念有异，但先生真一性情人！好！
10、很容易读，并且能够聊慰吾心，准备买本备着多看看
11、玄学怪人牟宗三大放狗屁！
12、关于佛教的部分略去，实在看起来吃力，我显然属于没有慧根的那种。另外这本也绝非如前言所
说，适合当作入门书。
13、牟老从破、立两方面处理。按牟宗三的指点，中国虽无“哲学”一词，但中国哲学之存在，则原
是一事实。只是中西交通以后，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大氛围下，浅尝西方科学
哲学，将源自希腊的“哲学”通名和西方哲学的内容同一化，即将西方式哲学等同于哲学，这是显著
的以专名代通名、以局部代全称、以特殊代普遍的认知和逻辑错误。这就是说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
对哲学的认知出了问题，始有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。故牟老指出，说中国根本没有哲学，其理
由只是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，其出于“一切以西方式为标准”的价值意识，那根本是霸道与无知，
是势利，是荒唐。牟老此破现代认知障和意识障的意义，即在揭明“中国没有哲学”是个伪命题，对
于中国哲学成立的合法性拷问是个假问题。
14、高中的时候觉得好爆了，现在觉得怎么看不明白了= =.....
15、牟先生是新儒学大师，观点中肯而充满生命力。
16、我的入门读物。
17、我们在丧失对生命的学问吗？
18、反思中国哲学的道德性和主体性，将道德视为一种客观修为，是人的一种将外在规范进行内在修
习，这跟程朱有何异同？认为西方重视知识和自然界，而中国则重视人的自身研究，思想和社会活动
，这种差异如何而来？
19、“但若因此而稍能把握一点中国学问之内在的本质，或即不能把握，而在艰难之感中，引起对于
中国学问之正视与敬意，这也并非无益处”。此为香港公众演讲集，浅显而亦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儒家
哲学的内涵。先生一生所致力的，乃是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衔接，对此中差异与相通之处看得很是清楚
，读来实获益匪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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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

精彩书评

1、每一位学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一是因为其学术渊博，另外就是因为其学术大都已经成体系，这
就是和我们的不同，因为我们现在对于人生，对于社会虽然有许多想法，但是是琐碎的。 牟宗三倡导
儒耶合作，以儒家的“仁”“智”“圣”等遥契天道。因为“天命纯是一条生化之流”，只有我们远
远的与其遥契，使天命下贯而为“性”，，我们才能力图达到“圣”或者“圆融”的过程。其倡导“
儒教”，但是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教派，而只是从立身和内圣的意义上来说。不过有几点我不赞同的
是其说明朝亡后儒教就没有多少发展了，因为在其看来，清朝的考据学是最没有生命和血肉的，这点
我不太赞同。另外就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可能不太认同的观点等等。（按照我们庸俗的理解，
牟老就是心学的？）还有就是此书主要是在儒家的观点来说的，但是中国人的思想是包涵一切的，我
个人认为此书不如改为“中国儒学的特质”等等。 总的来说，此书讲的很清晰，看后确实得到不少东
西，至于得到多少，每个人不同罢了。但是，我个人觉得，即使是大师的书，也不要盲目赞同，认同
他的每一句话，因为这样，学术才能有所发展。即使我们作为普通的一员，对于学术的推进也是有着
不小的作用的。 另外，我不赞成一些人把这本书推荐当做初学来读，因为其理论构建不是一个简单的
层面，还是看其他书比较好吧！其次就是一些人把这本书捧得过于高，说是“凭此书能直达通天大道
”，我觉得这是玩笑之语吧？虽然此书价值很高，但是作此语似乎过甚。 当然，这些都是我个人之见
，不当之处请见谅。 
2、中国的哲学讲的是如何生活，在社会中生存。高的有儒学佛学，民间的有厚黑学。所以中国有君
子有小人，有帝王有山寨大王，各有各地支撑生活哲学。活不是表明生命状态，只是表明一个动作，
持久的动作，生活。活了两千年后，牟自己承认衰败了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，自然要勇于承担历史
使命，要谈如何发扬中国的哲学-所以此本书后面一般是个附录，谈中国哲学的未来。中国哲学，其实
一直以来是统治者的外衣或者工具，在僵化后衰败后自然逃不脱被丢弃和唾骂的命运-民国和共国均是
如此，天依然健，君子已无立命之地。牟宗三只讲了儒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，把儒释道三者同称为
中国哲学。牟看不起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认为他不过是借了西方哲学的衣，来套中国的这个体。
牟是谁的衣服都不穿，中国哲学自有其一套精密系统，无需借衣，只不过他也无法，时不时还需要把
西方哲学借过来-不时拿基督教来做对比，或者是说明。一个关注生命讲究生存之道的哲学，最后还是
被西方文明冲击的七零八散，两千后发现无自己的生存空间了，这可能就是中国哲学的特质，只关注
自身，忽略了外在，就终究会被外在所吞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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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的笔记-第11页

        我表示之前太低估此公了，这本书读起来真不错。。。。以后要多关注新儒家的著作了。。。融
合了儒佛耶以及康德，这才是学哲学的范儿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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